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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专栏主持人语

环境史研究新期望：关注人文社会
系统紊乱背后的自然环境因素

周　琼

环境史研究为何要关注灾荒？本质上，灾荒是环境作用于人类及人类的应对过程，属于环境

史研究对象中的人与自然互动过程的范畴，只是灾荒更多表现出的是环境紊乱后所带来的社会影

响。灾荒由灾与荒两部分构成。前者大部分由自然生态系统的扰动所致，而后者则与人类社会系

统的运行状况直接相关。灾荒发生与人类作用与改变自然环境有极大关系，除大型地质灾害 （如

地震、火山喷发）、气象灾害 （如台风、飓风）等自然系统出现扰动而导致的灾害，并由此灾害

而形成的灾荒问题具有更多自然环境作用人类社会的性质外，其他很多灾害的发生往往与人类活

动有关。故灾荒研究也就成为考察自然生态系统紊乱与人类社会系统应对之间的极佳路径。

与灾荒研究不同，中国历史上各个区域都存在围绕特定资源开发的利益争夺，只是在区域特

点上表现得各有不同。清代云南成为国家财政铸币资源的重要产地，资源开发不仅仅只是经济行

为，也是区域环境承载力的重要指标。清代云南矿业开发中以滇铜开发最具代表。从清代雍正年

间开始，以滇东北为中心的滇铜开发就成为了国家财富之源，而围绕着矿业开采也形成了民间开

发利益分野。这种利益之争随着矿业资源的变化而呈现出阶段性特点，越到后期资源不免衰减，

而矿争局势也就越演越烈，最后导致了晚清云南最大的回民起义战争。以往对于这场战争的解释

更多从民族关系、清政府统治问题等方面论述，却一直忽略引起战争根源之一的资源争夺问题。

本期栏目的两篇文章更多关注环境系统出问题后的人类社会系统的调适。杜香玉的 《明末西

南边疆抚按救灾及荒政转型研究———以天启五年 （１６２５年）云南大水灾为例》，集中关注明代天

启年间云南大水灾所折射出的明末西南灾荒救济制度上的变革。这种研究对于理解当下诸多荒政

制度的形成与演变都有参考价值。张娜的 《清代云南矿争研究》梳理了清代云南矿争的历史背

景、过程，并尝试从资源环境角度对矿争缘由进行解析。这对于完善已有的经济史、民族史以及

区域地方史的解释体系都有极大的价值。环境史研究应该深入到考察环境要素作用下的人类社会

系统的调适过程，并且解释这种人类应对与调适过程的深层原因。这也是对当前环境史研究的新

期望。


